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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对中国图书馆学会提 出的图书 

馆文献 采访相关业务规 范中的 “采访 方式” 问 

题进行 专题讨 论 ，提 出将 图书馆 文献 采访 方式 

区分为三类并行方式：①常规购买方式、常规 

非购买方式、其它方式 ；② 集 团采 购方式与单 

独采购方式；③纳入政府招标采购方式与 自购 

方式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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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传统图书馆框架下 ，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的采访方 

式一般在宏观、整体上的结构比较清晰，类别间的界限易 

于把握 。--近年来 ，随 着网络环 境 的发 展 、复合 图书馆 

“资源整合”的深入 ，尤其是图书馆 文献采购开始纳入政府 

采购范围。原本比较简单的文献 (资源)采访方式问题开始 

变得复杂起来 。面对如此挑战，中国图书馆学 会在今年提出 

的 《图书馆文献 采访工作规范 (征求意 见稿 )》 (以下简称 

《规范》) 中以 “文献采访方式规范”为题专列一章加以 

论述 。可见这一方面的问题已引起 了业 内学术界的高度重 

视 。笔者 自觉才浅学疏 。不敢侈谈研究 。以下结合学习 《规 

范》 引发的思考 ，仅就与⋯ 采访方式”相关的问题 ，梳理 出 

若干未必成熟的意见，期望与同行们共同讨论。 

1 关于购买方式与非购买方式 

《规范》第四章明确提出：在图书馆 “不同类型、不 

同载体的文献有不 同的采访方式 。但 主要 的采访方式 可分 

为购买方式 和非 购买方式”。笔 者认 为 ，这 里有 两个 问题 

需要澄清 ：其一 ，将 图书馆文献 采访方 式分 为购买方 式与 

非购买方式是一种较 为传统的分类 ，较 为适 用于 传统 纸质 

文献时代 的业务环境 。在 当代复合 图书馆 的业务环境下 。 

还应该积极引入一些可与之并行的方式 、方法 ；其二 ，购 

买方式与非购买方式的分类 ，在逻辑上属于严格排他的二 

分法 ，这种分类方式本身就存在可商榷之处 。因此 ，笔者 

首先建议将购买方式和非购买方式的二分法修改为三分法 

或 N分法 。 

《规范》 认为 ：“文献购买方式是指 图书馆用货 币向文 

献出版发行 的经销 系统购买文献 的采访方式 。其 主要包括 

期货文献订 购 、现货文献订购和集 团采 购”。“非购买方式 

指图书发行机构不用货 币购买 而通过其它途径获得 文献 的 

文献采访方式”。其包括：呈缴 、交换 、调拨 征集、捐 

赠 、租借 、复制 、自行制作等 8种方式 。 

仔细推敲起来 ，将 图书馆文献采访方式 区分 为购 买方 

式和非购买方式 的分 类标 准 ，用最通俗 的话讲就 是花 不花 

钱 (是 否购买 、是 否支付货 币)。但认 真甄别 一下上 述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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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非购买方 式 ，大抵只有呈缴 、调拨 、征集 、捐 赠 4种方 

式在约定俗成或常规意义上可称得上是 “非购买”，其他 

四种 的 “非 购买 ”就 值得进一 步参详 了 。比如 “交 换 ”， 
一 图书馆用来与它馆 (或非文献机构) “互通有无”的交 

换 品 (一般都是本馆 的特色 文献)，通 常也是要有成本 的 

(包括购买)。因此 ， “交换”本身就是一种有偿式的。再 

如， “复制” “自行制作”，在当代通常都可能涉及知识 

产权 问题 ，需 要支付 相关 费用 ，何 况其本 身也 同样 存在 

“生 产成本” 的问题。至于 “租借”，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 

做 “非购 买”，因 为 “租” 本 身就 是一 种商 业行 为 ，而 

“租”的是文献实物还是使 用权则是另一种意义上 的问题 。 

根据这样的分析 ，笔者认 为 ，可以考虑将依据是否购 

买 (在严格的意义上可以 “商业性质”、有偿性为分类标 

准)将图书馆 文献采访方式区分为 三种 ： 

(1)常规 购买方式 ：如订购 、预订 、赊购⋯⋯ 

(2)常规非购买方 式 ：如呈缴 、捐赠 、无偿调拨 、无 

偿征集等 。 

(3)其 它方式 (包括 混合 方式 、中间方 式 、特殊方 

式)：如购买使用权 (租借)、竞拍 ；交换；附购性呈缴、 

有偿调拨 、有偿征集；复制 、自行制作。 

如果考虑 到 “其它方式 ”中的下位类 不好准确界 定 ， 

建议 采用 N分法 。在常规购买方式 、常规非购买方式之后 

并列枚举 具体 方式 ，即 ：A常规购买方式 ；B常规非购买 

方式 ；C交换方式 ；D租借 (购买使用权)方 式 ；E竞拍 

方式 ；⋯⋯Nx×方式 。 

2 两组并列性的采购方式 

在购买方式和非购买方式 (常规购买方式 、常规非购买 

方式、其它方式)之外，是否还存在着其它与之具有并列性 

的采购方式分类呢?回答应该是肯定的。在 目前的现状下 以 

及可以预期的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将图书馆文献采访方式同时 

再区分为集团采购与独家采购。纳入政府招标采购与 自购 ， 

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 

从逻 辑上讲 ，这 两种方式都属 于具有 严格 排他性的二 

分法 (即非此即彼)；从采访对象上讲 。二者均主要基于 

有偿 性的文献购置范畴 ，属 于对 文献 购买方式 (常规方式 

与非 常规方式)的不同角度的重新分类 。 

2．1 集团采购与独家采购 

在 《规范》 中，有 两处提到 了 “集团采购 ”，一是在 

第四章中将 “集团采购”列为 “购买方式”的一种并给出 

了其定义 ；一是在第八章 “电子文献采访 规范”中，根据 

“采 购规模 ”将电子文献 的采 购模 式分 为单独 采购和集 圃 

采购并再次给出了其基本 的概述性定义。 

分析起来 。有这样 几个 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 ： 

(1)在 当代网络环境和复合 图书馆 的框架下 ，图书馆 

电子文献的采购方式 (购买方式)再区分为集团采购与单 

独 (独 家)采购 已是不争 的事 实。所谓 “模 式”者只是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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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了 “方式 ”的定型化与规范性 ，当与 “方式 ”本身语 义 

等效 。但其标 准绝非 “采 购规模 ”可 以概言 。笔 者认 为 ， 

其首要的分类标准是采购方 (买方 、甲方)在采购合同关 

系中以什么形式 (联合性的、委托性的或单独的)存在 ， 

而 “采购规模”则更多地属于纯经济层面的问题。 

(2)在当代，图书馆的电子文献资源建设发展势头迅 

猛，但业界已经十分清醒、现实地直面其可持续发展方面 

的挑战 ，力 图通过 “集 团采购”这种共建共享 的方式在 源 

头上遏制、化解其后续性巨大投入的风险。因此，集团采 

购与独家 (单独)采购划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都应该 

是紧紧围绕 “图书馆主体”这一范畴来寻求与界定，并突 

出强调其共建共享与 “大资源观”口】的意义。 

(3)在传统图书馆文献采购的业务环境中，所谓 “集 

团采购”即是传统的 “藏书合作建设 ⋯ ‘联合 采购”之 类 。 

在国外，它们早有长足的发展 。̈ 只是在我国，由于受体 

制方面的影响与制约 ，其发展不够充分而已。但即使这 

样 ．“集 团采 购”也不至 于沦 落到成 为 “购买方 式 ”的下 

位类的地步。可以说，这样的分析与界定，不但在逻辑上 

存在混乱，在实践上更是有害无益的。 

(4)笔者注意到 。在最近两年 组织实施的 “全 国文化 

信息资源共享工程”宁夏全覆盖项 目 [5 建设中，已经把 

内含其中的电子资源建设上升到了基于全宁夏共建共享的 

“集团采购 ”的高度来认 识 ；而在 与之深度 关联 的宁夏 自 

治区图书馆 “数字图书馆”子项目中，作为其业务 自动化 

系统重要组成的 “联合图书馆”模块中，已经充分考虑到 

了今后宁夏整个公共 图书馆系统 的文献联 合采购 、集 中编 

目的问题。沿着这一思路，复合图书馆柜架下的 “集团采 

购”与 “独家采购”作为一组相对独立的文献采购方式， 

也必将会进一步与后面要谈到的 “政府招标采购 ”发生横 

向关联。例如，笔者所在的宁夏吴忠市图书馆在已动工建 

设的新馆工程中，不但直接参与了自治区图书馆的 “联合 

图书馆”系统 的 “集团采购 ”，而且正 在着手 促成其 网络 

专线 的共享式采购招标 。 

2．2 纳入政 府招标采 购方式与 自购方式 

图书馆进行文献购置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各级财政拨 

付的文献购置专项资金，且从年度文献购置经费总体来 

看 ，省市两级公 共图书馆 、高校 图书馆 、大型科研 图书馆 

大多 已超 过了各级财政规定 的政 府采购 限额标 准 ，因此 ， 

近年按照国家 “政府采购法” 的规 定 ，已有越来越 多的图 

书馆 的文献购 置业 务被纳入政府统一招 标采购范 围。这在 

实质 上引 发 了图 书馆 文献 采访 方式 的 根本 性 变革——按 

“政府采购法⋯ ‘重新洗牌”，全部或部分纳入政府招标采 

购方式 。 

《规范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将纳入政府招标采购方式 

列为一种独立的图书馆文献采访方式，但它却专辟一章讨 

论 “文献采访招标工作规范”(第七章)，至少说明这一问 

题已引起了业界的高度重视。 

从 《规范》 第七章的总体而论 ，其涉及内容范围之 

广 ，结 构之 严谨 ，界定之 到位 ，都堪称 目前都 见到的最好 

“文本”。对此 ，笔者 既充满敬 意又充满期待。 

毋庸讳言，这里的 “最好”仍是相对的，从实践可操 

作的层面讲 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推敲、细化、规 

范。下面是笔者的几点可能还不够成熟的看法或建议 ，仅 

供 《规范》 进一步修改 时参 考。 

(1)就 目前 图书馆文献采购 被纳入政府采购 的实 际而 

言 ，最重要的 问题 是首先要 明确是 否须全部纳入 。如果可 

以有部分不纳入，其范围如何界定 ；其次是，纳入政府采 

购范围的文献采购的方式问题；第三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

的文献采购招标 的评标方法 问题 。 

(2) 《规范》第七章中明确列出了 “一般不适宜采用 

政府采购方式”的5种情形，对此，笔者深表赞同。同时 

建议 ：①进一步明确表述为：以下几种情形 (《规范》原 

句为 “以下 几类 文献 购置 ”)不适 宜采 用政 府采 购方 式 ， 

可报请政 府相关主管部 门批 准 ，由图书馆 自行采购 ，由图 

书馆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实施。②划定图书馆可以自购的文 

献经 费的结构 比例 ，如 宁夏 自治 区图书馆 近年来被批准为 

年购 书经 费的 3O％可以用于 自购。 

(3) 目前 “政府采购法 ”中规定 了 5种采购方式 ， 

即：公开招标 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单一来源采购、 

询价 。并 明确 规定 ： “公开招标 应作为政府采购 的主要 方 

式”。这 里有两 个问题需 要特 别注意 。其一 ，公 开招标 是 

主要方式并不等于是唯一方式。其二，公开招标一般都由 

当地政府规定限额标准，因此 ，诚如 《规范》所称，在 

“公开招 标限额 以下但在政 府采购 限额 以上的采 购项 目可 

以根据项 目特点 和实际需 求选择 另外几 种采购方 式 ”。但 

这种 “选择” 同样需要预先报批 。 

(4)纳入政府招标 采购范 围的文献 采购招标 的评标方 

法是 目前最难 以把握 的一个问题 。在 现有的政府采购评标 

方 法中有最低评标价法 、综 合评分法 、性 价 比法 、拦标价 

法 。由于图书文献是一种 特殊商品 ，对采 购对象的 内容质 

量 的评 判难 以量化 ，加之 批 量小 ，批 次多 ，文献 类 型多 

样，复本少等，一般不适合用最低评标价法 ，而较为适应 

采用综合评分法或拦标价法。 

总起来说，《规范》对纳入政府采购招标范围的图书 

馆文献采 购的 “规范”方面 ，考虑图书馆 的特性化 尚有很 

多欠缺。例如，对图书文献采购质量要求的量化性 “变 

通 ”，供求关系 的稳定性 ，供应 商 (投标商) 的资格 限定 ， 

恶意竞争的惩处 ，纳入政府采购不等于由政府相关机构直 

接采购，图书折扣的处置，等等 ，都还需要在修订过程中 

通盘考虑，做出进～步的明确 “规范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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